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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康熙与小宝》中女性人物塑造

刘　祯　张晋辉

西安外事学院　陕西西安　710077

摘　要：《康熙与小宝》是金庸先生创作的一部武侠小说，其中女性角色的塑造备受关注。这篇文章旨在通过探析小说的

写作背景和时代环境，深入了解女性形象在故事里展现的与众不同的性格与命运走向。这些女性角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侠

客形象，展现出坚韧、智慧和果断的特质，成为整个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们和韦小宝这一男主角之间不仅仅是浅

层次的浪漫关系，更是在剧情的进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庸的作品《康熙与小宝》对女性角色的刻画经历了一次

深度的创新与提升，为武侠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塑造注入了一场划时代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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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熙与小宝》背景与角色的介绍

 《康熙与小宝》是金庸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

以明末清初为历史背景，通过主人公韦小宝的传奇经历，展

现了一个动荡时代的历史画卷。这部作品并不仅仅是一个武

侠故事，它是一个被镶嵌在 20 世纪思潮激荡时代的文化明

珠。在宋倩钰 . 以喜剧写悲剧——论金庸《康熙与小宝》喜

剧外表与悲剧内核中说到：“《康熙与小宝》既是一部讲述

主人公机智言行的幽默喜剧 , 又是一部通过小人物发家史进

行辛辣反讽的讽刺喜剧。这部《康熙与小宝》所展现的历史

深度，不只是引人入胜地叙述的武侠小说，更是一部描绘时

代特色与社会观念的历史文化宝藏。

 在《康熙与小宝》这个舞台上，其中的女性角色的独

特性格和命运引人注目，她们已不再是传统武侠小说中的附

属或配角，而是以其多样性和深度，与男主人韦小宝产生了

多种形式的互动，共同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这些女性角色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它涉及到社会、

文化、历史和个人选择的层面，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印象。

在话剧《康熙与小宝》中韦春花是一个活得卑微但有良心原

则的女性，建宁公主刁蛮任性但却心地善良。她们在性格和

背景上都具备鲜明的差异，如同不同色彩的宝石，镶嵌在故

事的叙事画布上。这种多样性不仅赋予了故事更为丰富的层

次感，也为韦小宝的成长和历程增添了多种情感色彩。这些

角色不仅是情感的象征，更是在小说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影响着情节的发展。

2. 女性角色的塑造与表演力的概念定义

2.1 表现力的概念

表演力，简而言之，就是演员通过自己的身体、声音和

情感的传达，将作品的角色和故事生动展现给观众的能力。

通过建宁公主的语言、行为和表情等多种方式，将内在情感、

思想以及性格特质完美地展示出来。在话剧《康熙与小宝》

中韦小宝要偷偷出宫被建宁公主逮了个正着，这时建宁公主

拍韦小宝肩膀这一动作和“嘿，要干嘛”台词的加持，以及

鬼脸的表情的辅助，通过面部表情、眼神、和语调等方式将

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一个具有表现力的角色不仅

仅是文字或画面上的形象，更是一种鲜活的存在，能够触动

观众的内心世界，引发共鸣和情感交流。

 建宁公主角色能够用言行举止真实地表达内心感受时，

当建宁公主和韦小宝在船上准备离开之时的语言与举止让

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她的动机和情感。这种深沉的情感并不

仅仅体现在仅仅是外在的情感表达，它更是对一个角色内在

心灵世界的深入挖掘和展示。因此，在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

里，展现角色的生动特质和真实性是至关重要的。此作品能

引发观众与故事的深度共振，使得读者或观众更为投入地参

与故事的叙述，并更全面地把握作品中探讨的核心议题与其

深层次的意义。角色的高度表现力能让创作作品变得更加生

动和感人，从而为作品赢得更丰富的艺术和社会内涵。

2.2 角色塑造

角色的刻画不只是为了呈现角色的外观和行动，而是

深入到角色的内在情感和其特有的性格，从而使观众或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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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深入了解。这囊括了角色内心的情感、期望、内部矛盾

以及成长的过程。透过文学的描述、对话及深入的精神剖析，

作者能为听众和阅读者塑造一个多维、多视角的形象，令角

色更具活力和深度，不仅仅是固定、重复的形象，而是充满

生命活力和特有个性的存在。

 2.3 角色的塑造与其表演力之间的联系

在作品创作中，角色的塑造与其表现力之间的关系如

影随形，相互依存。在话剧《康熙与小宝》中韦春花的角色

是一个年老色衰，门前冷落的。尽管如此她依然健康乐观地

生活着，她不在乎自己职业地卑贱，反而有一种内在地道德

感和责任感。韦春花的性格特点是快乐简单，甚至有点鲁莽

和缺心眼，她不太多地操心，做什么时期都不太认真。这种

联系不仅关乎角色如何呈现，更涉及到角色如何与观众产生

情感共鸣和交流。角色的塑造是基石，而表现力则是这块基

石上的雕琢，使韦春花从平面走向立体，从简单走向复杂，

从泛泛而谈走向深入人心。

3.《康熙与小宝》中的女性角色塑造的异同

3.1 《康熙与小宝》中的女性角色塑造相同之处

在《康熙与小宝》这部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展示

了一场对情感层面的深刻反思和思索。她们对于爱情的深沉

情感不仅体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更表现为她们在面对爱情

时所表现出的坚定不移和毫不动摇的执着。在封建时代背景

之中，女人的情感常面临种种限制和限制，但她们展现出的

勇气不仅仅是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也包括在一个以男性为主

导的社会中为自己的自我价值和追求而战斗之勇气。这样深

入的感情挖掘和表达，为她们展示了更复杂和多样的角色，

呈现了充满生机与情感的形象。

 3.2《康熙与小宝》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不同之处

在《康熙与小宝》中，尽管女性角色们共同生活在相

似的社会环境下，但她们的背景故事和性格特质却各具独特

之处，这赋予了小说更多的深度和多样性。

首先，我们来谈谈双儿这一角色。她以忠诚诠释了对

理念和情感的坚守。不管生活中遇到多大的压力或艰难的抉

择，她都能够坚定地守护自己的信仰和爱情。 相比之下，

苏荃展现了一种不同的特质。她的智慧和机智成为小说中解

决问题的关键。与双儿的坦率和纯粹不同，苏荃更擅长运用

自己的智慧，特别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她总能找到生存

之道。最后，建宁公主的角色代表了皇室成员，她追求权势

和地位的欲望体现了不同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建宁公主的

角色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权力和情感之间关系的视角，她的

角色塑造了一位具有权谋头脑的女性。

4. 女性演员的表现力的应用分析

4.1 女性人物设定时的时代背景与性格特点

在张斯璐《浅谈形体表现力在话剧表演中的作用》中

说到：“演员必须懂得并且掌握各种不同人物的体貌及动作

特征 , 掌握他们形成的原因。并能运用自己的形体准确自如

地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与小宝》这部作品中，

作者成功地打破了这一传统模式，创造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

女性角色，这些角色既传统，又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

束缚。这些女性角色的创作及其塑造，不仅使小说的情节变

得更加丰富和多彩，而且也展示了作者对女性在不同社会背

景下的多方面和复杂性质的深刻洞察和理解。 

4.2 女性人物的角色特点与表现力

在《康熙与小宝》的故事线中，女性演员的卓越表演

使各色女性角色活灵活现，这些角色深具情感表达和独特的

个性设定，为整部作品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同时也让观众

与这些角色建立更为深刻的情感联系。

（1）苏荃的政治智慧和多维度形象： 在清朝时期的政

治斗争中，苏荃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女性特有的细腻洞察力

脱颖而出。她的形象不受简单的黑白、善恶标签束缚，展现

了多维度和深刻的角色特点。

（2）双儿的江湖女侠形象：作为江湖女侠，她的武艺

和对爱情的坚守与纯真，通过演员的出色表现，使观众能够

感受到她每一种情感的变化与起伏。 

（3）建宁公主的权力欲望和弱点展现：建宁公主的角

色虽带有权力欲望和个人主义特质，但演员的演绎成功展现

了她的情感和弱点，将她打造成一个立体、真实的人物，而

不只是权力的象征。这使观众更容易与她建立情感联系。

（4）女性演员的深刻表演： 小说中出色的角色刻画和

对女性角色的精准诠释，不仅归功于小说中角色的精心设

计，更大一部分得益于女性演员们的深入和精确演绎。 

（5）角色互动和故事发展：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这

些扮演女性的角色通过与不同角色的相互互动，进一步展示

了她们各自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和独特性格，从而使该作品的

叙述更加丰富多彩和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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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女性人物的塑造意义

5.1 观众情感共鸣与情感的交流

在苏荃、双儿和建宁公主等角色的精彩塑造中，我们

可以看到女性在各自领域的智慧、坚韧和不懈努力。这些独

特的品质使观众在欣赏这部作品的同时，也在潜意识中与这

些角色建立了深刻的情感共鸣。

双儿的爱情故事确实触动人心。她对韦小宝的深情厚

意以及她在情感世界中的纯真与坚持，让观众感受到了真挚

情感的力量，引发了对爱情和奉献的理解和感慨。通过这些

女性角色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这部作品成功地触及了观

众内心深处的感情和思考。观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他

们与角色之间建立了一种情感联系，与作品内涵进行了深刻

而有意义的互动。这样的情感共鸣和交流使作品超越了娱乐

的框架，成为一个引人深思和情感丰富的艺术品，深刻地触

动了观众的心灵。

5.2 故事主题与价值观的传递

作品《康熙与小宝》通过其丰富的女性角色塑造，陈犀

禾 潘国美 . 在女性气质中有重点突出，以及这些角色的复杂

故事线，深刻探讨了一系列深刻的主题，包括爱情、权力和

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多样性表现。同时，作品也呈现了一

种超越传统的价值观，为观众提供了深思熟虑的思考材料。

建宁公主这一角色是作品中的一抹亮点，她将权力的

复杂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可以看到她对权力的渴望和权

谋，但与此同时，她也呈现出一个背后隐藏的柔软和真实情

感。她的角色提醒着我们，权力并不是一维的，而是伴随着

情感和人性的错综复杂。

苏荃和双儿的角色也为观众带来了深刻的思考。观众

能够在她们的抉择中看到作品独特的价值观，以及对传统观

念的挑战。这些角色呈现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多样性，

强调了个体的权利和自主选择。

 总之，《康熙与小宝》通过其精心打磨的韦春花、建

宁公主等角色，成功地触动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也传递

了深刻的价值观。通过这些角色的故事，不仅使观众在情感

层面感到满足，还在思维层面得到新的灵感，使他们深刻地

领悟到作品所蕴含的深层寓意。

6. 结语

在《康熙与小宝》中，女性角色如同绽放的花朵，为这

部作品带来了丰富的色彩与层次感。这些人物不仅是作品内

鲜活的独立生命体，而且也紧紧依托于整个作品的基本结构

和框架。她们为剧情注入了丰富的情感，为整体故事线开创

了各种发展空间。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作者的描述远不止

于表面的描述，他更加注重女性角色背后深刻的情感和力量

的精准捕捉。通过观察每个角色的生活经历，我们能够感受

到作家对于女性的尊重和赞扬。《康熙与小宝》通过对女性

角色的精心塑造，赋予了作品更加丰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展现了作者对女性的深沉情感与高度评价，使其成为一部情

感深沉、内涵丰富的艺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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